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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我们见证活跃

☆电影

看：跨越 200 亿

院线扩张、类型丰富、票价
降低，让看电影成了一种日常
生活方式

2013 年，华语电影市场有了新纪录。截
至今年 12 月 8 日，中国内地票房正式累积突
破 200 亿元，全年度放映电影 2680 万场，观
影人次超 5.73 亿，较去年同期增幅 40%左
右，已经达到了历史新高。

早在 2008年，中影集团掌门人韩三平就
进行过预判，认为 200 亿将成为中国电影票
房的目标。短短 3 年，这个目标就实现了。
2013 年，内地大银幕光速般增加，总数目前
已经达到 17600 多块，较去年同期新增 4500
余块。

配合着银幕的增加，大众的电影消费也
在逐渐成为日常。过去，看电影对普通人而
言只是逢年过节的消遣，单位发票后的福利，
这种消费不具普遍性，一直排在吃饭、购物、
上网、看电视、唱歌之后。

而近几年，随着网络的联通、全球电影文
化的传播和国内电影类型片的崛起，迷影文
化也在逐渐形成。电影正式变成了一种大众
娱乐，和逛街购物一样，成了日常生活方式。

自 2012 年末的《泰囧》开始，2013 年全
国影迷被点燃了观影的热望。从纷至沓来的
好莱坞引进片，到类型丰富的国产类型片，电
影市场根据影迷的观影需求，进行了细分再
细分。就 2013 年来看，针对“90 后”的《小时
代》、“80 后”的《致青春》、“70 后”的《中国合
伙人》，都取得了 5 亿以上的大数据票房，并
形成观影热潮。

上 世 纪 90 年 代 ，电 影 票 价 为 10 元 左
右。价格虽低，但比起当时的民众收入，看电
影仍算是高消费。进入 21 世纪后，电影票价
从 20 元到 120 元不等，同时伴有更低价格的
团购和半价优惠活动。如用目前的总票房
200.32 亿元除以观影人次 5.73 亿，即可得出
目前全国平均票价为 34.96 元。相对于近 30
年物价、收入的涨幅，电影平均票价其实是不
涨反降，加之各式各样的促销，影迷观赏电影
的直接成本并未增加。这也是促成看电影成
为人们日常消费的主因之一。中国艺术研究
院副研究员刘藩说，“现在我们国民的娱乐消
费排在住房、教育、医疗甚至社交等很多消费
之后，所以，还应该降低一些才更为合理，才
能吸引更多观众进入影院。”

☆综艺

听：江湖风声起

明星参与、草根圆梦、麻辣
评委、娱乐观众，综艺节目为大
众消遣提供了大量的欢乐话题
和想象空间

如果说 2012 年是综艺节目的“鹞子翻身
年”，那么 2013 年市场则迎来了“井喷”。这
一年的“综艺江湖”，以年初《我是歌手》的一
鸣惊人拉开序幕，再经年中《中国好声音》第
二季的接跳，最终以年末杀出黑马《爸爸去哪
儿》收官。这期间无论是《中国最强音》还是

《我爱记歌词》，无论是《星跳水立方》还是《中
国星跳越》，无论是《中国汉字听写大会》还是

《汉字英雄》，可谓过招不断，各领风骚。
明星参与、草根圆梦、麻辣评委、娱乐观

众，综艺节目为大众茶余饭后的消遣提供了
大量的欢乐话题和无限的想象空间。在林林
总总的节目中，也确有一些已经闯出“名堂”。

《博乐先生微逗秀》可冠以“东邪”之称，
以诙谐幽默风格自居一隅。“西毒”名归《星跳
水立方》，让一众不会跳水甚至连游泳都不会
的明星上阵，从几米高台上飞身入水，招式辛
辣却也是考验十足。《爸爸去哪儿》称“南帝”，
归因其温和的亲情气质。萌娃帅爹乐翻天，
还顺便引发了关于父亲在家庭中作用的思
考，口碑颇佳。《中国好声音》属“北丐”，想来
不会有什么异议，这第二季中选手出身有草
根、有伴唱、有专业，恰如同“帮中”弟子有背
袋数量区分。《汉字听写大赛》则颇有“中神
通”的风范，不但为荧屏带来一股清新文雅之
风，还掀起了全民对汉字书写的关注。各地
学校、社区纷纷效仿举办汉字听写比赛，原本
枯燥的汉字终于以一种现代形式勾起国人内

心深处对书写的温厚情怀。
放眼如今“综艺江湖”，音乐选秀、亲子真

人秀、喜剧脱口秀、体育竞技、文化类节目等
已初分天下，风生水起。但走江湖除了有好
招数，还要修“内功”。武侠片中高手过招，已
出招式因被人洞悉，往往不再使第二遍。综
艺节目也当如此。正所谓“天下风云出我辈，
一入江湖岁月催。”节目新推，受观众喜欢，大
伙看的是个新鲜劲儿。一季下来，铺垫、催
泪、高潮模式都已熟悉，要想让人跟下一季，
制作团队恐怕还要“闭关”认真修炼。模式引
进练招式，原创虽难修内功，切记切记。

☆晚会

议:节俭“赞一个”

豪华晚会集体“瘦身”，不
再追求表面形式，反而给艺术
创作匀出了更多发挥空间

说起今年各类演出晚会，“节俭”可能是
最为明显的共同特点了。节俭能否办出好晚
会？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曾几何时，一些地方、单位举办文化活
动，偏爱大操大办，不但“标配”上豪华舞台、
大型歌舞，还会请来明星助兴，聚集人气。这
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提高当地文化品牌的
知名度，但细细算来，高档设施加上明星几十
万上百万的出场价，一台晚会或者节日庆典
操办下来可谓耗资巨大。地方财政、赞助商
家大把大把掏了腰包，看似赢了脸面，其实输
了气质。而如今，豪华晚会集体“瘦身”，不再
追求表面形式，反而给艺术创作匀出了更多
发挥空间。

就拿今年年中举办的国家级艺术盛会
——第十届中国艺术节来说，便是节俭办晚
会的好例证。“十艺节”从简化开幕式入手，强
调精品创作，回归艺术本体，一场开幕式压缩
至 16 分钟。开幕式整个舞台制作实际花费
不足 100 万元，大大低于原计划 5881 万元的
开销预算。

节俭办晚会是好事，但省下来的钱呢？
“十艺节”期间，举办地山东为了让群众共享
艺术发展的成果，一律取消向各级党政机关、
领导干部公款赠票送票。而劳动模范、低收
入群众、福利院儿童等群体，则是受组委会邀
请可享受赠票“特权”的。在面向大众的售票
中，中低票价占到总体的 60%以上，一些文
华奖的剧目最低票价仅需 20 元，实现了真正
的“惠民价”。

正所谓“以文化惠民，曲终人不散。”炫目
奢华只是过眼云烟，博人眼球不如动人心弦。
此等例证不胜枚举，节俭办晚会也逐渐成为
检验艺术水准的一面“镜子”。不拼场面拼创
作，不看一时看长远。节俭办晚会，赞一个！

☆“微圈子”

刷：天涯若比邻

在一个又一个“微圈子”
中，普通人的社交心理正在发
生着微妙的变化

科技不仅改变着人们的生活状态，也改
变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微圈子”今年
的异军突起，让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形成了一
种特有的“圈文化”。四川成都一所高校的退
休教师李再兰每天都要刷新好几次手机上的

微信“朋友圈”，“看看同事小孙子的照片，在
新加坡的女儿新烤的蛋糕，我在美国的同学
也退休了，在院子里种了不少花，我们还经常
交流种花的经验。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过去
其实没法交流，一部手机，把人和人的关系拉
近了。”

与亲戚、同学、同事、朋友这些人的关系
被称之为强关系，而仅以爱好“物以类聚”的
同好们之间的关系则被称之为弱关系。如果
说强关系的大本营是微信和人人网，那么，弱
关系则因为微博而保持着活跃度。

在江苏徐州工作、网名“白雪小西点”的
网友是个手工爱好者，她的爱好就是用羊毛
毡制作各种各样的小饰品，从手机链到小摆
件，“羊毛毡制作说起来容易，但其实仅不同
品牌及尺寸的戳针就有几十种，我就在微博
上按照关键字查找同好，和她们交流制作心
得。”而这样因小众爱好而聚合的交往方式，
在以往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

移动应用程序也在帮助人们形成新交往
关系，与陌生人结识的还有从“陌陌”到“来
往”之类的新兴移动应用入口，甚至连包括

“航旅纵横”、“火车票达人”等服务类应用，也
在提供诸如“以下用户与您搭乘同一班飞机”
之类的功能，让陌生人有机会在碎片时间中
结识。

在一个又一个“微圈子”中，普通人的社
交心理正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人们渐渐开
始习惯于展现自己的生活状态，将阅读习惯、
旅行经历、商品评价等个人体验放到网上与
朋友们分享。而对于移动应用服务提供商来
说，这些原创内容正是大数据业务的基础，每
一个人的生活，都在成为新商业模式诞生的
基础和凭依。

☆足球

思：踏实做点事

搞职业足球，要遵循自然
规律，先完善自身的造血功能

2013 年结束的 10 天前，世俱杯季军争
夺战上，阿根廷球星孔卡用自己的“百场
秀”告别恒大，留给中国球迷深深不舍与怀
念。孔卡用两年半时间，证明了恒大“金元
足球”的成功。盘点过去一年的中国足球，
如同恒大在世俱杯赛场的经历，带些欣喜，
带些遗憾。

最大的兴奋点无疑是广州恒大：在场内，
中超三连冠、登顶亚冠之巅、亮相世俱杯
⋯⋯恒大可谓在“一潭死水”的中国足球圈内
激起不小波澜；在场外，奖罚透明制度、独具
匠心的海报设计，甚至亚冠决赛中首次在球
衣上推广“恒大冰泉”的广告，都成为社会谈
论的热点。恒大用事实说明，多花钱就能多办
事，当各俱乐部老板看到孔卡、里皮等大腕给
球队带来的质变，纷纷招兵买马，力争更迅速
地升级球队，“鲶鱼效应”已露出苗头。

因为恒大的突出战绩，中国足协在 2013
年亚足联颁奖晚会“破天荒”地独揽最佳足协、
公平竞赛等5项大奖。但国家队的日子却“不
好过”。以恒大主力为班底的“中国恒大队”，
少了前场三杆洋枪后，在国际赛场上仍然挣
扎。1比 5惨败给泰国青年队后，国足被推到
了风口浪尖。中途的东亚杯算是一场挽救形
象之旅，但面对日韩澳派出的二三流队，仍没
占到优势。与印尼和沙特的两场平局，让国足
在亚洲杯预选赛出线的悬念又陡然而生。

悬念何止是区区亚洲杯。这些年，钱没
少花，规划没少做，但未来的国足主帅是
谁 ？ 现 在 还 是 个 未 知 数 。 盘 点 中 国 足 协
2013 年办的几件“实事”，无非是炒掉卡马
乔，支付高额违约金；临时把傅博推上前
台，充当救火队员；自知形象不佳，放弃申
办 2019 年亚洲杯；调查国内球队默契球疑
点，不了了之。国足面临的最大的难题，是
它本不崇高的社会形象，却承载了太多的国
家情怀和文化期盼。

国足不同于俱乐部，不是花钱请几个大
牌就能解决的。改变现状，唯有从基础做
起。民间对职业体育教育制度的探索悄然展
开。今年 11 月 20 日，中国人民大学、人民大
学附中和恒大集团宣布联合共建足球学校：
人大负责招生教学；恒大侧重专业训练，学生
将拥有人大附中乃至人大的正式学籍。

恒大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搞职业足球
要遵循规律，先完善自身的造血功能，这一点
有太多的成功案例可以仰望。展望新年，足
协掌门人要做的就是放下“功绩足球”的包
袱，脚踏实地地办点实事。

（文/张依诗 金晶 陈静 白丁）

即将跨年，今年我最喜欢的综艺
类节目也将结束第一季，它就是《爸
爸去哪儿》。回想起来，看第一集
时，我完全是冲着偶像明星林志颖，
然后，就跟我身边绝大部分同事一
样，被节目牢牢地抓住，发展成每集
必看。

当媒体和观众们还没发现《爸爸
去哪儿》有个韩国“原型”时，我误
打误撞地观看了一集“原型”《爸
爸！我们去哪儿？》。不得不说，我还
是更喜欢“原型”。

我不喜欢韩剧，最重要的原因是
韩剧往往琐碎、缓慢，这一特点在《爸
爸！我们去哪儿？》里很突出。但也正
是这种不急不躁“温吞水”又细碎的风
格，使得这个真人秀节目把父子相处
的真味一点点揉碎之后展现出来。

很明显，湖南卫视的《爸爸去哪
儿》更突出竞赛和故事冲突。我能理
解这种本土化，毕竟当它在第四季度
播出时，恰逢暑期的音乐选秀及竞赛
类节目落幕，习惯了各种竞争、故事
元素刺激的观众们，在收看风格上可
能会有心理惯性，无法接受从激烈冲
突到“温吞水”的巨大风格转换。但
是，我经常想，这样真的好吗？我喜
欢这档节目，喜欢的不是那些竞赛和
故事冲突，而是父亲和孩子们的真实
展现，也往往是记录了他们细节状态
的镜头抓住了我。我更想看到他们在
除竞赛以外的时间里，如何与身边的
人相处，而不是如何完成任务。

有什么样的观众，就有什么样的
电视节目。反之亦然。经常有人说，

“社会越来越急功近利”。人如是，社
会如是，电视节目如是。这是个循
环。我个人更期待在《爸爸去哪儿》
第二季里，能够看到更多还原嘉宾们
日常生活状态的细节，那些才是最初
这档节目抓住我、打动我的关键。

不少人觉得，展现人物性格和内
心世界的影视节目，电视剧比电视节
目更有优势。可惜，我对国产电视剧
也算不上喜欢，近些年我心目中的好
国产剧仅有《甄嬛传》，不为别的，
只为它的细节铺陈和完整的人物形
象。可惜，它不属于2013年。

于是，我只能向电影“求助”。
今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电影有

这么几部：《一代宗师》、《了不起的
盖茨比》、《地心引力》、《西游降魔
篇》、《厨子·戏子·痞子》。它们风格
不一，打动我的却也依然是娓娓道来
的故事讲述，尤其是前 3 部影片。
《一代宗师》像是水墨画，时代背景
与人物命运融合交织，没有抢眼的故
事高潮，却有写意留白，人物性格和
命运一层层剥开，连贯且立体。《了
不起的盖茨比》则浓墨重彩，在喧闹
浮华的画面包裹下，情节环环相扣，
快速推进。至于《地心引力》，在我
看来多少有些心理学的意味，主角处
于密闭空间内，所有的情节和故事只
关乎她一人的内心，而且，这部影片
完整地刻画了发生在人内心深处的纠
结、挣扎、破茧重生，这在国产电影
里很少见。

在我看来，国产电影还处在学着
讲故事的阶段。不仅要学怎么讲故
事，还要学怎么把故事讲好，这其中
也包含情节的逻辑、人物性格和心理
的逻辑。可是更多时候，我看到的国
产电影竟与国产电视剧一样，连基本
的情节发展逻辑都无法理清，更不要
说人物性格和心理的逻辑正确了。所
以，至少应该学学《西游降魔篇》，
如何会讲故事、会讲好故事、会把故
事讲好，更可以向《厨子·戏子·痞
子》等稍显小众的电影学一学讲故事
的腔调。

当然，跨年之际，最重要的是贺
岁，无论是《私人订制》还是一票香
港警匪片，我都期待，前提是：给我
讲个好故事。

给我一个好故事

木 楠

从年初风生水起的综艺节目，到年末恒大在世俱杯上的精彩表现，人们的街谈巷议中从来不缺文化圈里的话题。如果说电影

票房突破 200 亿彰显了国人已将看电影纳入自己的生活方式的话，那么，微信的风靡更是调整着人们的交往方式和距离。这一年，

文化正极大地丰富着我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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